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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申报材料涉及 

成果证明 

 

  



申报材料涉及成果证明清单 

教学获奖 

2022 
第二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

新大赛，三等奖 
国家级 教育部 

2021 
全国教材建设奖（高等教育

类）优秀研究生教材 
国家级 教育部 

2021 

全国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和教

学团队，《有公共艺术设计前

沿（翻转）》 

国家级 教育部 

2021 
天津市高校课程思政优秀研

究生教材 
省部级 天津市教委 

2021 

全国第六届大学生艺术展演

活动高校美育改革创新优秀

案例 

国家级 教育部 

2020 
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建筑

类型学（第 3版）》，二等奖 
国家级 教育部 

2020 

第二批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

目，《基于产教融合的建筑行

业国际化设计人才实践平台

探索》 

国家级 教育部 

2020 

国家级一流课程,《建筑遗产

测绘基本技能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 

国家级 教育部 

2020 

国家级一流课程,《无障碍通

用标识设计实验虚拟仿真实

验》 

国家级 教育部 

2020 
国家级一流课程,《设计与人

文：当代公共艺术》 
国家级 教育部 

2019 

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工程领

军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实

施 

天津市工程专

业学位优秀教

学成果奖一等

奖 

天津市人民政府学

位委员会办公室 

2019 

2019年天津市线下线上混合

式一流课程，社会实践一流

课程 

省部级 天津市教委 

2019 

天津市级优秀教学团队：天

津大学“建筑学专业教学团

队” 

省部级 天津市教委 

2015 

第四批天津市普通高等学校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筑学

院实验教学中心” 

省部级 天津市教委 



2009 
国家级教学团队，中国古建

筑测绘教学团队 
国家级 教育部 

2019 
第十三届天津市高等学校教

学名师奖 
省部级 天津市教委 

2018 

2018年第二批产学合作协同

育人项目，《京津冀高校协同

背景下的经典结构形态原型

建筑虚拟现实体验教学项

目》 

国家级 教育部 

2016 

教育部“中法大学合作秀 

项目”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与法国波尔多建筑景观学院

交换生项目 

国家级 教育部 

科研获奖 

2022 

2022年“海河杯”天津市优

秀勘察设计-城市更新设计，

《天津市天津大学六村 25号

楼 4门加装电梯工程》，一等

奖 

省部级 
天津市勘察设计协

会 

2021 

2020 年华夏建设科学技术

奖，《明长城整体性理论研究

与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二等

奖 

省部级 
华夏建设科学技术

奖励委员会 

2021 

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奖，《养

老设施和老年人居住建筑规

划设计技术与应用示范》，二

等奖 

省部级 北京市人民政府 

2019 

天津市科学技术进步奖，《脆

弱文物保护性照明技术研究

与应用》，二等奖 

省部级 天津市人民政府 

2019 

第十六届天津市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奖，《传承人口述史方

法论研究》，一等奖 

省部级 天津市人民政府 

2018 
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

奖，《中国近代建筑史》 
国家级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 

2018 

第八届高等教育天津市级教

学成果奖《以一流创新人才

培养为目标的风景园林教育

教学“生态”体系研究》，二

等奖 

省部级 天津市教委 

2016 

天津市第十四届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奖，《天津皇会文化遗

产档案丛书》，一等奖 

省部级 天津市人民政府 



2015 

第十二届民间文艺山花奖-民

间文学艺术著作奖，《天津皇

会文化遗产档案丛书》 

国家级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文艺家协会 

2009 

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

秀成果奖，交叉学科，一等

奖  

国家级 教育部 

指导学生参加国际/国内顶级竞赛代表性 

2020 

里坊制重塑下的自给自足 

—弹性的未来生产性社区模

式构想 

一等奖 
中国建筑 

学会 

2016 Love Village 

UIA 霍普杯国

际大 

学生建筑设计

竞赛 

一等奖 

国际建筑 

师协会 

学生论文获奖 

2019 

2019年天津市优秀博士学位

论文，《清代定陵设计研

究》，王方捷 

省部级 
天津市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学会 

2019 

2019年天津市优秀博士学位

论文，《基于“文化基因”视

角的京杭大运河水文化遗产

保护研究》，霍艳虹  

省部级 
天津市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学会 

2019 

2019年天津市优秀博士学位

论文，《棕地再开发中土地利

用综合评价的框架·模

型·应用——基于用地经济

性和用地可持续性视角》，高

洁 

省部级 
天津市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学会 

2014 

2014年天津市优秀博士学位

论文，《清代建筑世家样式雷

研究》 

省部级 

天津市人民政府学

位委员会，天津市

教委 

 

 

 

 

 

 







 

  









 



  



 

 

 

 

 

 

 

 









 







 

 

 

 







 

 

 

 



 

 

 

 



 

 

 

 



 

 

 

 





 

 







 

 

 

 

 

 



 

 

 

 

 

 



 

 

 

 



 

 

 

 

 

 

 

 

 

 

 

 

 

 



 

 

 

 

 



 

 

 

 

 

 



 

 

 

 

 

 

 



 

 

 

 



 





 

 

 

 

 



 

 

 

 



 

 

 

 



 

第二部分 

专家鉴定与同行评议
（完整版） 

 

  



目录 

 

   

 

  

  

  

  

 

  

  

  

  

  

  

  

  

  

  

  

  

  

  

  

  

  

  

 

  

2.

3.

4.

国际、国内同行评议

1. Tianjin University – Architecture Peer Review Report, Nov 2019 [FINAL VERSION]

企业评价

5.

教学成果应用成效证明-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总院

教学成果应用成效证明--天津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教学成果应用成效证明-天津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教学成果应有成效证明-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学校评价

1.

2.

3.

4.

5.

6.

7.

8.

9.

教学成果应用成效证明-北京工业大学

教学成果应用成效证明-北京建筑大学

教学成果应用成效证明-北京林业大学

教学成果应用成效证明-大连理工大学

教学成果应用成效证明-东北大学

教学成果应用成效证明-东南大学

教学成果应用成效证明-桂林理工大学

教学成果应用成效证明-哈尔滨工业大学

教学成果应用成效证明-河北工程大学

10. 教学成果应用成效证明-河北工业大学

11. 教学成果应用成效证明-山东建筑大学

12. 教学成果应用成效证明-西安工业大学

13. 教学成果应用成效证明-西安交通大学

14. 教学成果应用成效证明-中国美术学院

15. 教学成果应用成效证明-中南林科技大学

16. 教学成果应用成效证明-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

17. 教学成果应用成效证明-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

18. 教学成果应用成效证明-重庆大学

专家评价

1. 教学成果专家鉴定-崔愷（中国工程院院士）

   

  

 

 

 

 

 

2.

3.

教学成果专家鉴定-李存东（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教学成果专家鉴定-李兴钢（中国勘察设计大师）

2 天津大学教学成果鉴定书.



 

 

 

 

  

2-1 国际、国内同行评议



 

Tianjin University – Architecture Peer Review Report, Nov 2019 [FINAL VERSION] 

 

  



 

 

 

 



 

 

 

  



 

天 津 市 级 教 学 成 果 奖 鉴 定 书 
 

成  果  名  称 
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引领国际人居发展：NH-CDIO创新工程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成果第一完成人及

其他完成人姓名 

宋昆、冯骥才、张春彦、单小麟、关静、汪丽君、许熙巍、朱玲、

郭平、苑思楠、赵伟、张秦英、徐苏斌、贡小雷、王鹤 

成果第一完成人 

及其他完成人 

所在单位名称 

天津大学 

鉴定组织名称 天津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成果奖鉴定专家组 

鉴 定 时 间 2022年 9月 21日 

鉴定意见： 

2022年 9月 21日，天津大学组织了对“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引领国际人居发展：

NH-CDIO创新工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成果的鉴定。鉴定专家组听取了成果汇报，

审阅了有关材料，经过讨论，形成如下鉴定意见： 

1.该成果针对传统建筑领域工程人才培养中国本土价值观与方法论缺失等问题，从

理论建构、方法创新、实践应用三个层面展开教学研究与改革实践，通过多学科交叉合

作、产学研协同平台构建，在继承中华传统营建智慧的基础上，探索形成当代中国建筑

领域工程实践路径，并系统应用于该领域多学科工程人才教育综合改革之中，为当代中

国建筑领域工程人才培养提供了本土化范式。 

2.该成果根据建筑领域人才培养特点，创新教育教学模式，构建 NH-CDIO能力框架。

以项目为牵引,能力获得为导向，对培养模式、校企协同、国际合作等方面进行全方位

改革。建设形成纵横联动的培养方案、矩阵式实践平台以及一流的校内、行业协作导师

团队，提供了灵活性与系统性兼备的培养机制，确保了工程人才培养同国家需求、行业

发展紧密结合。 

3.该成果应用于天津大学建筑领域工程人才培养，取得突出成效。改革以来，所培

养的专业型研究生工程实践能力显著提升，在国际国内高水平竞赛中屡获佳绩，并深入

参与到雄安新区建设、冬奥会场馆建设等国家重大工程项目之中。改革举措受到国际国

内高度关注，并被国内多所高等院校借鉴与推广应用，毕业生获得用人单位高度评价，

形成了建筑领域工程人才培养的示范效应。 



4.该成果经总结提炼，在重要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多篇，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

系，具有较强的理论示范效应。 

该成果理念先进，针对性强，改革思路清晰，改革成效显著，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

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发挥了示范辐射作用，对国内高校研究生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

意义和较大的应用推广价值。鉴定专家组一致同意通过成果鉴定，建议申报天津市级教

学成果特等奖。 

 

 

 

鉴定成 

员姓名 

在鉴定

组织中

担任的

职 务 

工作单位 
专业技术

职务 
职务 签字 

王世荣 组长 
天津化学化工协同创新

中心 
教授 副主任 

 

曾周末 成员 天津大学精仪学院 教授 原院长 

 

冯亚青 成员 天津大学 教授 原副校长 

 

傅利平 成员 天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 院长 

 

 



 

 

2-2 企业评价 

 

  



 

 

 

  







 

  



 

2-3 高校评价 

 

  































 











 





 

  



 

 

2-4 专家评价 

 

  



 

 

  



 

  



 

 

 

 



 

第三部分 

其他证明材料 

 

  



 

 

3.1 教材编写 

 

  

      

      

































 

 





 

 

  



 

 

3.2 教改论文 

 

 

 

 

 

 

      

      























































































































































































































 

 

 

 



 

 

3.3 社会活动组织 

 

  

      

      





































 

 



 

 

3.4 指导学生竞赛 

 

  

      

      





























 

 

 



 

 



 

 

 





 

 

 

 



 



 

 

 

 



 

 

3.5 校企合作 

 

  

      

      













 

 

 









 

 

 

 

 



 

 

3.6 媒体报道 

 

      

      



 

































































































































































































































 


